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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见习记者 赵元元）8月
24日，大足区志愿服务总队联合大足区科技局、大足
区文明实践科技志愿服务分队在回龙镇会源村开展科
学普及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大足区科技局工作人员围绕科技、禁毒、防
灾减灾、网络诈骗等方面的科普知识，结合社区老年
人的实际情况，向大家传授科学知识，讲解生活常识。
工作人员还从口腔对身体的重要性、口腔健康的标准
以及平时如何护理口腔等方面，为大家普及了口腔健
康知识，增强了他们对口腔保护的意识。活动结束
后，工作人员还向会源村捐赠了价值 5000余元的科
普类书籍。

下一步，大足区科技局将持续深入推进社会科学
宣传普及活动，进一步传播人文社科知识，提高公民社
会科学素养，真正让“科学普及”走进人民生活。

科普进社区

□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施雨岑

茫茫戈壁，莫高窟静立千年；凿石
开山，云冈石窟气势雄浑；造像连绵，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
的最高峰”的龙门石窟引无数游人一睹
真容……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遗产，同
属石窟寺的范畴。通常来说，石窟寺是
开凿在河畔崖间的佛教寺院，是中国古
代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个缩影。

8月 19日至 21日，国家文物局、重
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石窟寺保护国
际论坛在重庆举行，聚焦“气候变化背景
下的石窟寺保护”。与会专家学者就有
关问题开展广泛讨论，进一步凝聚共识，
助力石窟寺这一文化瑰宝传下去、“活”
起来。

气候变化会对这些瑰宝
产生怎样的影响？

由于石窟寺在赋存环境、主体构成、
建造材料等方面的特殊性，对气候变化
的敏感性会大于其他门类的文化遗产。
气候变化不仅会加剧文物损害或损毁的
风险，还会加速文物信息的衰减，这对石
窟寺保护提出新的任务和挑战。

炎热的天气抵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参观大足石刻的游客络绎不绝。与干燥
环境相比，南方温暖潮湿环境下的石雕
彩绘，除了面临温度、光照等常规环境因
素的影响外，还会面临因环境湿度变化
和降水导致的其他侵蚀破坏，不利于文
物的保护。

采取修建保护建筑、及时处理病害、
开发保护新材料等举措，大足石刻的文
物保护工作者正努力降低这种影响。

“我们要在保护理念、保护措施、保
护技术、保护材料等方面与时俱进，特
别是要更主动地做好常态化的预防性
保护，以应对和最大限度降低气候变化
对石窟寺保护的影响。”大足石刻研究
院研究馆员黎方银在介绍文物保护情
况时说。

地处西北的莫高窟面临不同的气候
风险。在实施一系列防沙工程、采用多
种防沙技术建立防沙体系的同时，还针
对极端天气下的强降雨建立较完善的防
洪体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此外，
莫高窟还通过加固崖体防止雨水侵蚀、
为洞窟加门调节局部小气候等方式，减
轻气候变化对石窟带来的影响。

科技如何赋能石窟保护
研究利用？

在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外，有一处
集文物病害诊断分析、保护修复、文物数

字化、保护成果展示、公众研学和互动体
验等为一体的“文物全科医院”。这里试
验设备一应俱全，研究人员身穿白大褂，
小心地为文物“诊断疾病”，为可移动文
物修复和石窟寺文物取样分析提供解决
方案，延续它们的“生命”。

像这样的场景，在不少石窟寺及其
研究机构都可以看到。近年来，石窟寺
病害机理研究、勘察技术与保护加固技
术等快速发展，石窟寺科技创新内容不
断丰富，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敦煌研究院建成国内首个文物保护
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以揭示石窟寺风
化的奥秘；大足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
一期工程采用截水帷幕、地表排水、竖向
泄水等技术措施，解决了几十年来“卧
佛”渗水的老大难问题；多处石窟采用新
材料创新加固设计，在不影响观众参观
的情况下加强石窟稳定性……石窟寺保
护涉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显著
的跨学科特点，科技进步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和推动作用。

新时代，石窟寺如何回应
广大公众的文化需求？

“太震撼了，仿佛游走在石刻中间，
感觉整个人已经置身其中。”看完 8K球
幕电影《大足石刻》，有观众发出这样的

感叹。
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形

式于一体的石窟寺，如何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向更多观众和爱好者敞开怀抱？

龙门石窟先后完成多项国内首创或
领先的数字修复项目，3D打印版的云冈
石窟第 12窟局部正在数千里之外的宁
波美术馆展出，大足石刻数字影片观看
已成为游客参观的重要内容……文物工
作者正利用数字化手段展示文化遗产，
在文物保护、价值阐释和永续利用方面

不懈探索。
数字化资源是能够永续利用的另外

一种形式的遗产资源。不断创新的展示
形式打破时间空间界限，在降低洞窟参
观压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石窟寺
文化宣传展示力度，让越来越多的人从
更多的渠道了解石窟寺。

大美无言，一座座石窟寺讲述中华
文明多元包容的文化故事；

接续出发，一代代守护者正诠释石
窟寺保护利用的中国方案。

古老石窟寺如何传下去、“活”起来？

8月19日，游客在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参观。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摄

8月19日，嘉宾在重庆市大足区观看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陈
可 易思远）8月25日是全国第七个残疾
预防日。8月 23日，大足区残联联合大
足区卫健委、大足区妇幼保健院在棠香
街道金星社区开展了大足区 2023年全
国第七个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过路
居民发放了有关残疾预防的宣传手册和
物资，现场科普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并对
残疾康复知识进行针对性宣传，进一步
提高了大家对残疾预防的认识。同时，
大足区妇幼保健院的医务人员还为老人
免费提供义诊义检、血压检测、健康咨询
等服务。

本次活动共计发放宣传手册 10000
余册，帆布袋、围腰、扇子等宣传品 4000
余份，营造了防残助残的良好氛围。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实习生 陈可）8月24日，
大足区宝顶镇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
开，与会镇人大代表听取和审议镇政府半年工作报告，
聚焦群众高度关注的身边难事、民生实事、发展大事，
积极为民发声、依法问政，督促镇政府高质量推进相关
工作，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会上，宝顶镇镇长和三位副镇长就各个专项工作
作了半年工作报告。听取报告后，代表们踊跃问政，追
问相关工作进展和成效。

7月底，因遭受暴雨，宝顶镇境内有 511处道路出
现坍塌受损情况。“这些破损的道路，如何维修改造？”
有代表提问。分管交通工作的副镇长介绍，对于有落
石、小面积坍塌的道路，已安排挖掘机进行了道路疏通
作业，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对于13处桥梁损坏、大面积
坍塌的道路，已设置警示牌，并协调大足区交通局、大
足区水库移民管理中心、中铁四局对其中 4处进行维
修改造，下一步会对其余9处进行维修改造。

有代表关心在伏旱高温时期，镇政府是如何解决
山坡易旱地区群众的用水难题的。分管供水工作的副
镇长介绍，通过联系自来水厂，利用钢结构快速架设供
水管道，解决了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

代表们还聚焦新菜市场管理成效、高铁新城征地
拆迁工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关爱措施等群众关心
的事项发声问政，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答复。代表们表
示，将持续跟踪相关事项，督促镇政府更好履职，以实
干实绩增强全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熊敏秀 实
习生 杨心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将于
9月 1日起施行。8月 23日，大足区残
联组织盲人协会、肢残人协会的代表，
走上街头，走进市民中心、图书馆，开展
无障碍出行体验活动。

无障碍环境，是指为保障残疾人、
老年人、伤病人、儿童等人群和其他社会
成员的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道路、公
共建筑、公共场所、居住建筑和居住区等
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设施。当
天，在大足区残联的组织下，盲人协会、
肢残人协会的代表们以市民中心公交
站为起点，对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
新建小区、市民中心以及图书馆等场所
涉及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车位、盲道、
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进行了体验，充
分感受到了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捷。

盲人许生奎想咨询盲人按摩机构
补贴的相关政策，在市民中心南门入口
处，经家属指引，他按下了老弱病残绿
色通道的一键呼叫器。不到一分钟，工
作人员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询问了
他的需求后，工作人员将他搀扶到残联
的办事窗口。在他办事的过程中，工作
人员全程给予帮助。

大足区政务服务管理办考核监督
科负责人肖春霞介绍，市民中心办事大
厅入口处设置了 3个老弱病残一键呼
叫器，当残障朋友前来办事时，只需要
按一下，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提供
全程服务。此外，市民中心还准备了轮
椅，设置了无障碍车位、无障碍卫生间、
无障碍电梯等。

肢残人代表海中（笔名）是文学爱
好者，闲暇之余，他也喜欢创作，一些文

章还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过。图书馆
是他向往的地方，当天，他坐着轮椅，经
过无障碍坡道，顺利进入馆内，看到书
架上一排排书籍，他笑得像个孩子。

47岁的海中因为幼时打针落下了
残疾。他坦言，以前，无障碍设施少，几
个月才出一次门，最近几年，大足的无
障碍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无障碍坡道
随处可见，他坐着轮椅，几乎天天出门，
买东西、散步都很方便。

经过一系列体验，残障朋友们感受
到了无障碍设施带来的方便，他们表
示，无障碍设施基本满足了特殊群体的
出行需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
如，一些路段可能是因为要阻挡非机动
车通行，同时把无障碍通道也阻拦了；
自行车、摩托车随意乱停，导致盲道被
占等。

□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今年 3月 28日，年过七旬的杨华中和同为一个小
区的居民刘某救起了一名不慎跌入河沟的女子，得到
邻里们的一致点赞。

当天早上 9点 10分左右，杨华中像往常一样打算
前往家附近的闲置土地上干农活，突然听到小区旁近
百米的河沟里传来微弱的求救声。杨华中和路过
的刘某循着声音，发现跌入河沟的女子正是他们的
邻居。该女子头部、腰部等多处受伤，无法动弹。
见女子意识清醒，刘某立即前往她家中寻其亲属前
来救助。

“那河沟有八、九尺深，底下铺的都是硬石头。”杨
华中虽年过七旬，但身体还算硬朗。“她当时一直喊
痛，我不敢乱动，便试着将她胳膊抬起来。”杨华中说，
为了让她能缓解下疼痛，他就保持着一个姿势，不敢
松劲。过了近 20分钟，该女子的儿子赶来，他们 3人
一起将她抬上路面，并送往了医院，让女子得到了及
时救治。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举手之劳，我想换作是
谁都会这样做的。”谈起救人的义举，朴实的杨华中如
是说。

大足好人杨华中：

勇救跌入河沟女子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关
圣村十组22号刘子良（身份
证号：510230195012281818）
于1997年1月中旬在重庆市
大足区中敖镇关圣村拾得一
名41岁的女性，特征：身高
150cm、长发（无其他特殊特
征），请此人相关亲人持有效
证件与刘子良联系，联系电
话：17823621565，即日起 30
日内无人认领，此人将被依法安置。

周祖山（身份证号：510230195312149093）不慎
遗失大足区季家镇柏杨村 9 组农村宅基地批准书
（编号：农宅号 第季府（2023）007号）和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附件（编号：乡字第季家住50011120230007号），
登报作废，特此声明。

宝顶镇

人大代表半年问政为民发声

寻亲启事

遗失启事

有爱无“碍”

残障人士体验无障碍出行
主题宣传普及
残疾预防知识

近年来，大足区纪委监委将粮
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同专
项巡视巡察紧密衔接、协调联动，紧
盯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等重点环
节，严查涉粮腐败问题，持续深化粮
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织
密织牢常态化监督网。图为8月22
日，纪检监察干部在拾万镇长虹村
向村民了解相关情况。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守好群众“粮袋子”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
峰山村 5 组印世均于 2005
年 5 月上旬在大足区中敖
镇赶集拾得一名女子，有严
重的精神问题，取名杨建
坤，身高大约 150CM、大约
40 岁。请与此人相关的亲
人持有效证件与印世均联
系，联系电话：15922640578
（印世均母亲），即日起 30
日内无人认领，此人将被依法安置。


